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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歌剧演员，我在约 40 年
职业生涯中参加过 1400 余场演出。在
此期间，我得到过很多中外声乐教师
和歌剧大师的无私指导。这让我深
知：歌唱是沟通人与人情感的美好方
式。有沟通，就会有不同文化和艺术
之间的交融、互鉴。

受这个理念启发，我在 10 多年前
发起成立了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
这个平台在全世界范围甄选青年歌唱
家，协助他们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
艺术。如今，这个项目影响力越来越
大——累计有 6000 多名青年歌唱家参
加甄选，来自 30 多个国家约 400 名青
年艺术家来到中国学习交流。

这就是艺术家们对文化交流的渴
望。不管是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多
大年龄，优美的音乐总是可以直抵人

心。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成立以
来，我们培养了 30 多位歌唱家出现在
世界级歌剧舞台上并担当重要角色，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

今年 1 月，我们同世界著名交响乐
团——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在美国费城
和纽约等地推出了多场全唐诗音乐会，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歌唱家用中
文演唱唐诗。音乐会上，90%都是美国观
众，当我们通过中文和英文翻译将中
国唐诗的美感和力量呈现出来时，台
上台下的热烈场面让我毕生难忘。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未来，我们还将协助更多西
方歌唱家学习中文，请他们演唱中国
艺术歌曲和现代歌剧，并将之推向全
球。推动国际艺术教育合作和文化交
流，我们永远在路上。

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 以美培元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朱尽晖

推动国际艺术交流永远在路上
歌剧演唱家 田浩江

当下，人类正经历新一轮科技变
革，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正在改变社会生活。面对如此
深刻的变革浪潮，我们要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文化营养，
深扎当代生活的沃土，展现出层次丰
富、内涵深厚的中国形象。

中国美术学院此前推出“山水宣
言”系列特展，以中国画、新媒体等
多种媒介系统探索山水精神，先后在
法国斯特拉斯堡莱茵宫、德国卡塞尔
贝尔维尤宫、美国旧金山美术学院等
地展出，向世界传递山水中蕴含的中
国人的生态文明理念与世界观。展出

的艺术作品在不同地区昂然绽放，生
动展现了文化交流蕴含的力量。

艺术是具有直观感受力与说服力
的传播媒介。中国的广袤大地充满勃
勃生机，年轻一代对优秀传统文化越
来越了解和喜爱，社会各界广泛重视
艺术教育，勾勒出一幅包容大气、活
力喷涌的中国画卷。我们应继续坚持

“全球、本土”双轮驱动的理念，加强
本土与全球互通、传统与当代交融，
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宏
大而火热的现场，让艺术焕发时代精
神的光华，用艺术创造更好担负起文
化振兴和民族复兴重任，不负伟大的
新时代。

让艺术焕发时代精神的光华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许 江

让艺术焕发时代精神的光华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许 江

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既
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加强
国际传播，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和有效举措。近
年来，中国外文局围绕国际教育合作和
人文交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

一是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积极发
力。做强国际汉语教育图书的出版和推
广，所属华语教学出版社推动180余种
汉语教材类图书以市场方式进入美国、
英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国民教育体
系。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深
度合作，出版46个文种的《当代中文》
系列教材，研发出版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的文化教学大纲，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
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增强中国
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与国内高校深度开展国际传播

合作。实施“精准传播联合行动”，与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等10余所院校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围绕学术外宣、技术应用、人才
培养等诸多领域深化合作。设立多语种翻
译人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高校联合培
养高素质、高层次的应用型翻译及国际传
播人才。

三是与国外智库和研究机构广泛开
展合作。中国外文局所属当代中国与世
界研究院联合多国智库共同发起成立

“当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启动
并持续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知识分享
计划”，建设“当代中国研究在线”知识
分享平台，推出一系列全球性研究报告
等公共产品；推出“全球发展与治理”
智库对话，与巴西、阿根廷、巴基斯坦
等国家的智库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等，积
极推动中国知识进入国际知识体系。

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 陆彩荣

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一项
悠久的事业，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
起，就在驼铃阵阵的丝绸之路上被次
次开启，就在桅杆交错的大海大洋中
被不断推进。无论是教育合作还是人
文交流，都是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
化的人民心与心相通、情与情相融、
手与手相牵的可贵实践。从俄罗斯的
冰天雪地到巴西的热带雨林，从科隆
大教堂到曲阜孔庙，人类文明发展历
程中创造出来的人文价值始终滋养着
一代又一代人。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中华
文明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担当
者。我们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
滋养而形成相应的文化形态、思维方
式和价值追求，也必将在国际交流合
作中呈现出不可或缺的中华烙印、中
华色彩。当下，中国的教育和艺术工
作者要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创造更多价

值、担当更大使命，必须要在赓续中
华文脉中寻找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
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在
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
声音、展现中国形象。

中外文明文化的交流，基础在民
间，未来在青年。我们应当更加重视
民间的各类教育和文化机构、企业在
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以更加积
极、主动的民间交往和互利合作促进
人文领域开放合作走深走实。让全世
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深刻认识到交
流协作的必要性、必然性，让他们对
于一个开放、合作、共赢的世界有概
念、有期待、有追求，让更多的年轻
人愿意走出去，以更广的视阈认识世
界、体会生活、追求发展，并且从更
高质量的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中
获得助益、不断成长。

促进人文交流走深走实
著名作家 梁晓声

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不仅是
人类社会为共同利益集体行动的过
程，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
途径，需要不断“拓荒”“破冰”，要
敢于、善于把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和重大研究成果应用到国际教育合
作和人文交流的具体实践中去，在开
辟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新领域、
新赛道的过程中，不断夯实建设世界
重要教育中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
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
合作新共识、发展新动能。

一是提高坚韧性，保持教育对外
开放和人文交流的战略定力。加快对
欧洲、亚洲、美洲及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教育合作交流布局，进一步
扩大知华、友华、亲华“朋友圈”；通
过设立新的国际教育组织拓展“新赛
道”，通过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拓

展数字化人文交流活动。
二 是 扩 大 流 动 性 ， 做 好 “ 请 进

来”与“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大力
推进“留学中国”等人文交流品牌建
设，着力打造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境
外办学等人文交流品牌体系；稳步拓
展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合作交流
的效率和效益，提供制度保障，解决
好“留得住、用得上”以及“走得
远、走得稳”的问题。

三是加强协同性，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加强与经贸合作协同，通过“孔
子学院”“鲁班工坊”等人文交流品牌，
推进“中文+职业技能”模式，让职业
教育与企业协同“出海”；加强与教育
强国建设协同，高等教育要发挥好引
领作用，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深入开
展储备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

做好“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篇大文章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王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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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是 了 解 一 个 国 家 最 好 的 钥
匙。国际中文教育是促进中外人文交
流、增信释疑，民众相知相亲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支撑。通过中文教学，既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
让世界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当前，世界各地中文教育展现出
巨大活力，全球180多个国家开展了中
文教育项目，84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汉语水平考试考生量增
加了 40%，世界各地 4000 多所大学设
立了中文院系、专业、课程。“汉语
桥”夏令营等项目累计邀请100多个国
家数万名青少年来华访学，10 万名中
文爱好者可以在线上学习中文、体验
中华文化。走遍世界，中文随处可
见，世界各地的中文学测中心、中文
工坊、网络中文课堂、中文智慧教室
等多形态多业态机构应需而生，多样

化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
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已成为新时

代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驱
动，成为涵养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资
源、结交世界好朋友、好伙伴的重要
途径，也是塑造好中国形象、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方法。

世 界 汉 语 教 学 学 会 创 立 于 1987
年，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
术智囊和行动伙伴。学会累计注册会
员遍布 90个国家和地区，由 5000多名
世界各地汉学家、专家学者以及中文
教学机构代表组成，为中文学习者掌
握具有竞争力和广阔就业前景的语言
工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有识之士加入世界汉语
教学学会中来，投身到国际中文教育
事业中来，共同为中文成为世人所需
的通用语言贡献力量。

国际中文教育展现巨大活力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钟英华

多样性是人类艺术、人类文明的
魅力所在，也是世界美术发展的活力
和动力之源。各民族深厚的文化积
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中国美术的发展呈现出令人振
奋的崭新图景，美术创作者们坚持传
承、融合、创新，根植传统文脉，把
握艺术发展的规律，扎根人民群众的
生活沃土，涌现出一批凸显民族文化
根脉、弘扬人类共同价值的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的根基在教育。用高尚
的文艺引领美育风尚，用精湛的艺术
振奋时代精神，不仅是美术创作者、
教育者、传播者们的奋斗目标，也是
我们共同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美育是
人类教育、民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

通点之一，也是贯穿人生的一体化教
育。美育不仅是审美能力的教育，更
是情操的陶冶、人格的熏陶、心灵的
滋润、灵魂春风化雨般的养育。

新时代美育工作要以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和中华美育精神为己任，彰
显美术服务社会、美术贴近生活、美
术净化心灵的独特价值。

作为美术工作者和教育者，要时
刻心怀人类未来，描绘世界大美，以
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
铸魂之作，发挥美育力量，倡导美育
信念，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
元，展现民族文艺的丰富意蕴，记录
追梦圆梦的伟大征程，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文学艺术在沟通人类情感、促进
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
作品通过文字将文化传统、历史故事
和道德观念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影
视作品则以视觉和声音的表现方式，
将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栩
栩如生地展示给观众。如何用文学和
影视助推国际人文交流？

第一，文艺创作应当立足于真实
和具体的人类情感，书写真善美，展
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展望人类共
同的发展前景。当代文学和影视创
作，首要的是展现新时代所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和高质量发展前景，书写新
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喜与乐、想与
盼、情与思。

第 二 ， 从 中 国 五 千 年 历 史 长 河

中，挖掘能够深入人心、振奋人心的
文艺素材，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提
升文化软实力提供重要载体。文艺创
作者们必须扎根中华大地、赓续中华
文脉、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文学和影
视创作的根与魂，也是中国文艺创作
在全球视野下的底色和价值。

第三，努力为推动中国文学、中
国影视“走出去”创造条件，将文学
和影视的创作、翻译、研究和传播等
几个方面的力量系统整合起来。广大
文 艺 工 作 者 应 努 力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积极融入世界文学浪潮，在搭建平等
对话、交流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促
进多元文明的汇通融合，在世界文
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
风范。

用文学和影视助推国际人文交流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柳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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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3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论坛现场。

图为论坛嘉宾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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